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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繇擎警窭 然圄溺爨窆瀚

文蘧警南
在我国古代没有“警察”之说，但已有执行类似当今“警

察”职务的官吏。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就有管理交通

的官吏，叫野庐氏，是很小的官吏名称，他的职责是“掌达

国道路至于四畿”。遇到水陆通路的狭隘之处，舟车互相碰

击很难顺利通行，就要“序而行之”，即要指挥舟车按照次

序通过。如果有诸侯的使臣或是有爵位的人往来于道路时，

还要“为之辟”，即轰开行人。

由此看来，古代管理交通的官吏和近代交通警察的职

责基本是一致的，一是巡行道路，二是疏理交通，三是迎送

国宾时在前面清道。那时的交通是靠车行或徒步行走，所以

在郊野每十里设“庐”，每三十里设“宿”。每五十里设“市”。

庐、宿是休息和住宿的地方，市则是集市，是交换的场所，

并且还在沿途设井、种树，供行人饮水、歇脚乘凉之用。

而在近现代，随着1901年汽车进入中国，1908年上

海开通电车并陆续开通各条公交路线，中国其他城市也开始

修筑街道，引入机动车辆。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车辆拥挤堵塞

街市、有碍行人的状况。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特

别是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较快。机动车辆迅速增加，车辆拥堵、

交通伤亡的情况经常发生，许多城市相继制定交通管理规

章，并在巡警中抽调专门力量进行交通管理。

当时全国虽然还没有统一的交通管理法规和交通指挥

方法，但国内一些主要的警察教育机构相继设置了交通警察

的业务课程．警界也出现了对交通警察和交通管理理论及实

践的探索，广州、南京、杭州、汉口、汕头、湛江等城市的

街面，相继出现了专职指挥交通的警察。1931年南京全城

设交通岗181个，共有警士724人进行交通管理，交通警

察成了仅次于保安警察的第二大警种。这些在街面专门管理

交通的警察，或佩戴专门的标志或持有醒目的指挥棒，以区

别普通警察。自此，交通警察逐渐从普通警察中分立出来，

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警种。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召开会议，要求都市警

察教育机关均要开办交通警察班，培养交通警察人才。同时

决定统一全国交通警察的服装，统一编定交通警察专用教

材，统一交通警察的设岗标准，统一全国交通规则。同年

12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出台了《陆上交通管理规则》。

该规则对道路、车辆、车辆通行、车辆载重、交通警察指挥

手势、交通标志标线等的规定已经十分完备。但南京国民政

府内政部对交通警察的“统一”等要求并没有全部实现。当

时全国各地城市交通管理体系也不统一，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的管理、交通设施的设置和管理、交通指挥和交通违章、交

通事故处理还分属于不同的行政部门。

1936年后，江苏、浙江、安徽、南京等省市共同组织

成立了“全国公路交通委员会”，公路警察才被列入《各级

警察机关编制纲要》。抗战爆发后，各地公路警察陆续并入

交通警察，但一些省市仍保留了公路警察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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